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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闽粤滨海地区成矿演化和矿床

时空分布的控制因素
Ξ

徐晓春  岳书仓
合肥工业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系 合肥

提  要  浙闽粤滨海地区中生代的成矿作用主要与岩浆作用有关 矿床在空间上有明显的分

带性 在时间上具有明显的迁移性 但这种成矿分带和迁移完全不同于东太平洋安第斯和美国西

部平行于俯冲带或垂直海岸线的成矿分带和迁移模式 ∀区域中生代矿床的时空分布和成矿演化明

显受着区域构造应力作用方式 ! 岩浆作用特征 ! 赋矿地层和岩石的含矿性特征以及成岩成矿后的

风化剥蚀程度等因素的制约 ∀

关键词  矿床时空分布  成矿作用演化  控制因素  浙闽粤滨海成矿带

位于丽水2海丰断裂带以东的浙闽粤滨海地区 矿床分带与海岸线相交 从矿种和矿床

成因上看由南向北分带明显 矿带南部的粤东地区以锡 ! 钨矿床为特色 伴有 ! ° ! !

≤∏! ∏多金属矿化 中部闽东地区有中小型铜 ! 钼矿床产出 北部浙东地区则以 2° 2

为特色 图 ∀区内主要发育与中生代火山2侵入杂岩有关的浅成热液矿床 矿带南部以中

温 ! 中高温岩浆热液矿床为主 中部产有次火山热液型 ! 斑岩型矿床 北部则以中低温 火

山 热液 泉 矿床为主 ∀从成矿时代上看 成矿作用有自南向北的迁移性 与区域火山2

侵入杂岩的成岩作用迁移性一致 南部粤东地区成岩时代较早 成矿时代也较早 北部浙东

地区成岩时代较晚 成矿时代也较晚 ∀

 区域构造应力作用方式与成矿

浙闽粤滨海地区中生代的成岩成矿作用发生于中国东南大陆多个微陆块碰撞拼贴之后

由特提斯构造域向古太平洋构造域转换 即由古特提斯洋关闭 华夏陆块西南部一些离散地

体的碰撞拼合转为古太平洋板块对欧亚大陆板块的北东向走滑2斜向俯冲的构造应力背景下

形成了两个构造域 个不同时期的岩浆作用和成矿作用 即早期特提斯构造域大规模陆内挤

压 ≅ ∗ ≅ 时期 中期古太平洋构造域伸展走滑 ≅ ∗ ≅

和晚期扩张裂解时期 ≅ ∗ ≅ ≈ ∀这种复合动力学效应在南部粤东地区表现

尤为明显 表现在区域构造上不仅发育 ∞向的断裂构造 而且发育 ∞ • 向深大断裂 共同

构成粤东特有的菱形断块构造 而且成岩成矿受这些断裂的共同控制 ∀在矿带北部的浙东地

区则以 ∞向走滑断裂系对成岩成矿起主导的控制作用 ∀根据对美国西部 ! 安第斯 ! 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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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浙闽粤滨海成矿带主要金属矿床分布示意图

据王文斌资料修编

) 火山岩系基底 ) 火山岩 ) 花岗岩 ) 金矿床 ) 钨矿床 ) 锡矿床 ) 钼矿床 ) 铜矿床

) 铅锌 银 矿床 ) 大中型矿床 ) 小型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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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中国东南大陆成矿带的对比 尽管四者的主要成矿时代差异较大 但其共同特征是 • !

≥ 矿化时代集中在相对挤压阶段 ° 2 2 多金属矿化时代处在相对伸展松驰阶段 而

≤∏2 ∏矿化则与扩张裂解阶段关系密切≈ ∀表现在浙闽粤滨海成矿带上 南部粤东地区既有

受南北向陆内挤压形成的 • ! ≥ 矿化 同时伴有伸展松驰阶段的 ° 2 2 多金属矿化和扩

张裂解阶段的 ≤∏2 ∏矿化 往矿带北部则逐渐过渡为以伸展松驰和扩张裂解阶段的矿化为

主 ∀

 火山2侵入杂岩岩浆活动与成矿

浙闽粤滨海地区中生代的岩浆活动起始于 ≅ 的晚侏罗世 止于 ≅ 的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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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垩世 ∀对照中国东南大陆火山活动旋回和侵入期次的划分≈ 区内发育 个旋回的火山

活动 对应有两套侵入岩 ∀

第 旋回和第 旋回火山岩组成下火山岩系 为高钾钙碱性系列的 安山岩 2英安岩2

流纹岩组合 同位素年龄为 ≅ ∗ ≅ 粤东区 和 ≅ ∗ ≅ 闽

东 ! 浙东区 ∀第一套侵入岩明显侵入于下火山岩系中 粤东区主要为二长花岗岩 ! 黑云母

花岗岩及细粒花岗岩 它们的同位素年龄为 ≅ ∗ ≅ 闽东 ! 浙东区主要为花

岗闪长岩 ! 闪长岩 ! 石英闪长岩 ! 石英二长岩和花岗岩等 它们的同位素年龄为 ≅

∗ ≅ ∀其后区域发育高钾钙碱性系列玄武岩2流纹岩双峰式组合的第 旋回火山岩

粤东区中生代火山岩系同位素年龄为 ≅ ∗ ≅ 闽东 ! 浙东区为 ≅ ∗

≅ ∀第二套侵入岩在粤东区主要为晶洞碱长花岗岩 ! 黑云母钾长花岗岩 ! 花岗斑岩 !

透长花岗岩 它们的同位素年龄为 ≅ ∗ ≅ 在闽东 ! 浙东区主要为碱性花岗

岩 ! 碱长花岗岩 ! 黑云母花岗岩和花岗闪长岩等 它们的同位素年龄为 ≅ ∗ ≅

∀第 旋回火山岩在粤东莲花山断裂带以东地区未见出露 仅见于研究区以外的北西侧和

平长塘 主要为高钾钙碱性系列玄武岩2流纹岩双峰式组合 在闽东 ! 浙东区为高钾钙碱性

系列英安流纹岩2流纹岩组合 它们的同位素年龄一般小于 ≅ ∀纵观区域火山岩和

侵入岩的分布 区内岩浆作用有自南向北的迁移性 不同于太平洋东岸美国西部科迪勒拉和

安第斯火山岩带中岩浆作用自沿海向内陆垂直海岸线方向的迁移性 ∀而且浙闽粤滨海地区火

山2侵入杂岩中安山岩类所占比重甚少 玄武岩2流纹岩双峰式火山岩也仅分布于局部地区

而流纹质 ! 英安质火山岩类约占 以上 ∀即以酸性岩类为主体 属高钾钙碱性系列 但

其不同于破坏性板块边界的挤压性高钾中性岩为主体的安第斯型钙碱性系列 也不同于岛弧

低钾中基性岩为主体的钙碱性系列≈ ∗ Ο 更不同于大陆裂谷拉张性岩套 而是大陆挤压后

松驰 ! 巨型剪切 ! 断陷或早已存在断裂活化产生的高钾酸性钙碱性系列 ∀晚期双峰式火山岩

和 型花岗岩则是拉张裂解环境下的产物 ∀

区内酸性钙碱性火山2侵入杂岩的成因类型复杂多样 有 ≥ 型 ! 型 ! ≥2 过渡型及

型≈ ∗ Ο ∀从时间上看 由早至晚由 ≥ 型 ! ≥2 过渡型向 型 ! 型过渡 从空间上看 由

南部粤东区以 ≥型 ! ≥2 型为主 向北部闽东 ! 浙东区逐渐过渡为以 型 ! 型为主 ∀反映

南部粤东区火山2侵入杂岩的成岩物质来源以再循环地壳物质为主 仅有少量地幔物质或原

生地壳物质的参与 而闽东 ! 浙东区火山2侵入杂岩的成岩物质来源以上地幔物质或原生地

壳物质为主 只有少量再循环地壳物质的参与 ∀火山2侵入杂岩岩石成因类型及其在时间和

空间上的变化 不仅反映源区物质组成的差异 而且反映区域构造应力场性质由强烈挤压到

剪切挤压乃至其后的松驰和弱拉张的阶段性变化 ∀

区内中生代火山2侵入杂岩的成岩作用制约着区域矿床的成矿时代和金属矿产分带 ∀从

时代上看 南部粤东地区火山2侵入杂岩的形成时代早 与之有关的矿床成矿时代也较早

成矿时代一般稍晚于成岩时代 成岩成矿时差小 表 ∀受深部岩浆房和岩浆冷却史的控

制 成矿作用时间长 多种矿化叠加 矿床垂直方向上多具逆向分带的特点 ∀往北至闽东和

浙东地区 火山作用时代较晚 岩浆活动的历史也相对较短 与之有关的矿床受火山活动的

                矿   床   地   质                年  

Ο 徐晓春 粤东地区中生代岩浆作用和金属成矿的地球化学研究 合肥工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热力影响 矿床形成时代明显滞后于成岩时代 成岩成矿时差较大 成矿的历史也可以较

长 ∀从火山2侵入杂岩的成因类型及其含矿性与成矿作用关系来看 南部粤东地区发育 ≥型 !

≥2 型火山2侵入杂岩 其源岩物质以再循环地壳物质为主 与 • ! ≥ 矿化关系密切 ∀而且

火山岩的 • ! ≥ 丰度较高 表 侵入岩 • ! ≥ 丰度更高 平均 1 ≅ 和 1 ≅

是地壳 • ! ≥ 平均丰度值 1 ≅ 和 1 ≅ 泰勒 的 ∗ 倍 因此

粤东区发育钨 ! 锡矿床 ∀区域中生代火山岩 ≤∏! ° ! 的背景值相近 表 因此 不仅

北部浙东地区发育 ≤∏! ° ! 多金属矿化 而且南部粤东区也伴有 ≤∏! ° ! 矿化 ∀

表 1  一些矿床与有关岩浆岩同位素地质年龄对比

Ταβλε 1 . Ισοτοπιχ γεολογιχαλ αγεσ οφ σομε ορε δεποσιτσ ανδ τηειρ ρελατεδ μ αγ μ ατιχ ροχκσ

地区 矿床
成矿年龄 成岩年龄

样品与方法 年龄值 样品与方法 年龄值

粤 ≠

东  

地  

区  

厚婆 坳 锡
银多 金 属
矿床

含锡硫化物矿石全岩 2
≥ 等时线

早阶段矿石中绢云母

2 坪年龄

早阶段矿石中绢云母

2 等时线

?

?

?

二长花岗岩锆石 2°

二长花岗岩全岩 2°

二长花岗岩全岩 2≥
等时线

?

?

莲花 山 钨
矿床

云英岩中白云母 2 ∗

黑云母花岗岩全岩 2≥
等时线
石英斑岩全岩 2≥ 等
时线
黑云母花岗岩中黑云母
2

?

?

∗

西岭 锡 矿
床

含锡绢英岩全岩 2
锡矿石 2 ?

碎斑熔岩全岩 2
碎斑熔岩全岩 2≥ 等
时线

?
?

?

浙

东  

地  

区  

后岸银矿床
含矿次生石英岩全岩 2

∗
火山岩全岩 2≥ 等时
线

千官岭金
银矿床

含矿次生石英岩全岩 2 火山岩全岩 2≥ 等时
线

大岭口银
铅锌矿床

蚀变岩全岩 2
火山岩全岩 2≥ 等时
线

    ≠ 引自文献≈ 引自文献≈

表 2  中生代火山岩成矿元素丰度

Ταβλε 2 . Χοντεντσ οφ μεταλλογενιχ ελεμεντσ οφ Μεσοζοιχ ϖολχανιχ ροχκσιν τηε ρεγιον

地  区 ≤∏ ° • ≥

浙  东 ∗ ∗ ∗ ∗

闽  东 ∗ ∗ ∗

粤  东 ∗ ∗ ∗ ∗

   注 引自文献≈

 火山岩基底地层特征与成矿

浙闽粤滨海地区火山基底地层发育较全 其中赋矿地层主要为 个时代 中 ! 上元古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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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麻源群 ! 龙北溪组 上古生界的中石炭统 中生界的下三叠统溪口组 上三叠统小坪组 !

梨山组 下侏罗统金鸡组 ∀由不同时代地层含矿性特征 表 可以看出 它们对区域 2

° 2 矿化起着控制作用 ∀龙北溪组和中生界 的背景值普遍高 是全区普遍发育银矿化

的物质基础 而区域北部浙东 ! 闽东区的 ∏矿化可能与其区内出露的变质基底地层 ∏的

高含量有关 区域南部粤东区的 ≥ 矿化与金鸡组 ≥ 的高含量有关 ∀因此 浙闽粤滨海成矿

带成矿作用特征是区域火山岩和基底地层含矿性特征的反映 ∀

表 3  不同时代地层含矿性特征

Ταβλε 3 .  Ορε ποτεντιαλιτψ οφ διφφερεντ στρατα ιν τηε ρεγιον

地   层 岩   性 ≥ ° ∏

麻源组 ° ≠ 变粒岩 !片岩 !大理岩 ∗ ∗ ∗ ∗ ∗

龙北溪组 ° 大理岩 !绿片岩

中石炭统 ≤ 石灰岩 !粉砂岩 !硅质岩

溪口组 × 泥质粉砂岩 !灰岩

小坪组 × ≈ 砂岩 !粉砂岩 !页岩 ?

梨山组 × 砂岩 !砂页岩夹火山岩

金鸡组 × ≈ 砂岩 !粉砂岩 !页岩

地壳克拉克值 …   

全球页岩平均值

全球砂岩平均值

≠ 据李文达等 ≈ 据王文斌 ≈ 据汪东坡 …据黎彤 据 ×∏ • 2

 区域成岩成矿后的剥蚀程度与矿床分布

根据区内火山2侵入杂岩岩相和赋矿地层研究 以及成矿的物理化学条件分析 区内与火

山2侵入杂岩有关的热液矿床形成深度较浅 一般小于 属浅成热液矿床 ∀然而中生代成

岩成矿以来 本区长期隆升 一直处于大陆剥蚀状态 ∀由于剥蚀程度的差异 矿床垂直分带残

留在地表的部分在平面上的分布就显得更复杂≈ ∀同时也造成了在矿带不同部位矿床的成

因类型不同 ∀在南部粤东和闽东南地区 花岗岩大面积出露 火山岩仅在若干局限的火山岩盆

地中产出 至闽东北和浙东地区基本全由火山岩覆盖 图 火山机构保存较完整 仅有少量

花岗岩呈小岩株或岩枝产出 反映剥蚀程度由南向北逐渐减弱 ∀从火山2喷发岩年龄上看 由

南向北年龄逐渐变新 即南部粤东地区火山喷发活动开始较早 ≅ 左右 因此南部遭

受剥蚀的时间长 剥蚀程度较深 而北部火山喷发活动开始时间较晚 ≅ 左右 遭受

剥蚀的时间较短 剥蚀程度较浅 ∀现代区域矿床的分布受着中生代成岩成矿以来的剥蚀作用

影响 南部粤东及闽东南地区以与花岗质侵入岩有关的岩浆热液矿床为主 矿床受岩浆侵入构

造的控制 矿体多产于岩浆侵入体的内外接触带 或岩体向围岩突出部位的裂隙中 或小的岩

枝 !岩脉中 如粤东厚婆坳 ≥ 2 多金属矿床≈ ∀在浙闽粤滨海成矿带的中部发育小型斑岩

型铜2钼矿床 矿床多产于斑岩小侵入体顶部及围岩裂隙中 如钟腾斑岩铜矿床 赤路斑岩钼矿

床 ∀在矿带北部的浙东地区则以与火山岩有关的低温热液 泉 矿床为主 控制矿床和矿体的

                矿   床   地   质                年  

 
 

 

 
 

 
 

 



最重要构造是岩穹2爆发角砾岩2次火山岩所标志的火山通道 !破火山口 特别是火山通道和破

火山口与长期活动的基底断裂复合部位往往是矿床或主要矿体的赋存部位 如浙东五部铅2锌

矿床 大岭口银2铅2锌矿床 ∀

 结  论

浙闽粤滨海成矿带矿床具有空间上的分带性和时间上的迁移性 其时空分布完全不同于

东太平洋美国西部和安第斯火山岩带 ∀区域矿床成矿作用的演化受中生代区域构造应力作用

方式的阶段性发展和火山2侵入杂岩岩浆活动演化的制约 构成了区内构造2岩浆2成矿的空间

迁移和时间演化特征 ∀同时 成岩成矿前火山岩基底地层含矿性特征和成岩成矿后剥蚀作用

程度也影响着矿床的元素组合及空间展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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